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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在《中泰翻译》课程中的应用探究 

——以桂林旅游学院为例 
彭波 

（桂林旅游学院外国语学院） 

摘要：翻转课堂相较传统授课方式具有诸多优势。把翻转课堂融入《中泰翻译》的课程教学中，通过对课堂准备、课上应用和

教学评价中的设计，明确了翻转课堂对泰语课堂教学的积极作用，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更多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把以

教师为中心的传统课堂教学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关键词：翻转课堂；高职泰语；中泰翻译课程 

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plus"，flipped classroom has its own advantages over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Through the design of classroom preparation，classroom application and teaching evaluation，it is clear that 

the flipped classroom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Thai classroom teaching，improves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makes 

students more involved in classroom teaching，and changes the traditional teacher-centered classroom teaching into a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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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简单的外语翻译逐渐被机

器所替代，市场需求也日益偏好学历更高、文化素养更全、中泰双

语翻译能力更精的泰语人才，给高职院校的泰语专业带来的挑战与

日俱增。因此，从课程教学模式出发，分析探究有效提高课堂教学

的实效性，提升学生泰语综合运用能力路径，以期培养符合市场需

求的实用型人才，就显得更为迫切。 

一、中泰翻译课程的定位 

外语学习的 终目标是外语的使用。[1]翻译课程是我校应用泰语

专业三年级阶段开设的重要专业理论+实践课，也是泰语专业先修其

他基础课程后的综合性 强的课程。课程通过对中泰双语互译初步

理论的学习，要求学生对中泰双语综合应用能力的实践。面对处于

仅学习两年的泰语学习者，如何在学习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的能动

性，是对我校泰语专业教师的一大挑战。同时，处于信息大爆炸的

当下，学生获取的信息快、多、杂。课任泰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如

何安排更具吸引的内容教学也是提出了另一种挑战。教师应顺应时

代的发展，结合当代大学生的特点，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模式，使专

业学生 大限度地挖掘自身潜力，带入实用性内容，实现积极学、

趣味学、高效学。 

二、翻转课堂的优势 

翻转课堂将传统课堂的课前、课中、课后内化成为只有课前和

课中两大部分。有利于提高课堂内时间的利用率，使学生的学习专

注性更强，能够共同解决相关学习问题，进而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

解。[2] 

翻 转 课 堂 在 英 语 中 为 “ Flipped Classroom ” 或 者 “ Inverted 

Classroom”，也常被称作“颠倒课堂”，主要指对课堂内与课堂外的

时间进行重新调整，注重学生的学习中心地位，使学生具有学习的

决定权。翻转课堂作为我校泰语高年级教学的重要模式之一，相对

于采取教师讲解、传统板书与多媒体 PPT 相结合的传统教学方法，

其优势主要体现在：（1）教学角色重新定位。教师成为教学发起、

组织、指导者，学生成为学与做的主体，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2）教学内容清晰。翻转课堂的教学内容模块化，主题明

确，不易分散学生的专注力，能够有效强化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3）学习流程环环相扣。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课前传递信息，课堂

上教师对学生进行指导，同学相互交流，能够有效解决学习中的问

题。（4）便于自我总结。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能够帮助学生及时检测、

评估学习情况，使学生及时发现自身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

为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提供了便利。 

三、翻转课堂 《中泰语翻译》课程中的应用 

本次实践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课程为《中泰翻译》，该课程周课

时 2 个，共 34 个课时开设为一学期，课程前半学期注重笔译练习，

后半学期注重口译训练。 

1．课前准备 

“翻转课堂”课程在开课前，主要需要完成教学活动的构建与

教学活动组织。[3]笔者在开课前一周结合当周单元的教学大纲、教学

内容通过班组 QQ 或微信公布相应学习内容如下表 1 中，使学生做

到心中有的放矢，预制好或链接网上教学资源，在老师指引下有侧

重、有计划地进行预习，以提高学生的预习效率。比如，进行第一

单元专题学习前，首先会在班级群组中提供十二期电子版《湄公河》

期刊杂志，并以任务型方式的要求每个同学查找至少三张配有中泰

文字说明的图片，并表示出那些字词是不是对等翻译的。待学生基

本完成该项课前任务后，通过腾讯会议与学生及时开展课前互动性

学习活动，强化对课前任务的认知，及时解决学生在查找中的遇到

的无法理解问题，同时也了解学生查找的资料是否有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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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教学专题 预设活动任务 

1-2 周 翻译认知 
1、沪江泰语网站“泰语阅读”文章节选（中译泰） 

2、云桥网、CRI 网文章节选（泰译中） 

3-4 周 笔译翻译原则 翻译中国商务部官网和泰王国驻华大使馆官网中的中泰经贸合作信 

5-6 周 翻译工具的使用 以“中泰经贸合作史”为主题的语料搜集、翻译、展示（小组协作） 

7-8 周 口译互译基本要求 以喜马拉雅 APP 中的“磨练耳朵泰语新闻” 进行速记训练 

9-10 周 经贸口译 一带一路·泰中经贸合作论坛”上泰国领导人致辞 

11-12 周 旅游口译 桂林一日泰语导游口译实践 

13-14 周 会展口译 南宁东博会会展活动口译实践 

15-16 周 口译速记 以“中泰文化交流史”为主题语料搜集、翻译、展示（小组协作） 

2.课上应用 

课堂互动交流、解决问题、总结反馈、评价测评等是中泰翻译

课堂教学主要环节，这个环节极大弱化了教师的角色作用，更多的

是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首先：学生根据老师在学习通发布的内容

自主学习，组内成员进行讨论，共同设计出合理科学的课程内容；

其次每位成员都要在课堂上对自己的课程内容进行讲解，在讲授后

其他学生对有困惑的地方进行提问，学生们深入学习交流，全部讲

授交流后由教师进行补充及澄清，师生共同交流学习， 终使学生

达到对本节知识的深化掌握； 后发布课堂练习题，检验学生本节

知识的掌握程度，巩固所学知识。 

3.教学评价 

课堂学习活动接近尾声时，教师要组织学生对翻转课堂上的全

部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进行评价。[4]为了能够达到评价反馈的激励作

用，强调学生在评价体系中的主体作用，可用量化和非量化的评价

指标：量化指标是指课前发布在上的练习题以及课后练习题，课堂

演示文稿《PPT》汇报情况，课堂互动讨论 以及期末成绩；非量化

指标主要是学生学习方面的记录和描述，总结学习在学生中的问题

及各方面的表现，量化和非量化部分具体占 终总评成绩的占比如

下表 2。 

量化指标 占比 非量化指标 占比 

课前发布的练习题以及课后练习题 5% 

堂演示文稿《PPT》汇报 10% 

课堂互动讨论 10% 

期末成绩 50% 

学习方面的记录和描述 5% 

学生自评，在翻转课堂的学习中，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不同，

个性化学习也应该受到重视，这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学生应该从

多个方面来评价自身，包括对学习的态度、小组任务积极程度、和

老师学生们的交流互动以及整体学习效果等。学生的自我评价能够

让学生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不足的地方，进一步去完善自己，给之

后的学习提供方向，此部分占 终成绩的 5%。 

学生互评：翻转课堂的重心从教师转移到了学生，更注重了学

生之间的学习交流，因此学生互评也是重要的评价指标，在课堂结

束后其他学生根据小组的讲授情况以及课堂交流互动对成员进行评

价。教师对学生作业设置可评论，让学生们互相评价打分。学生通

过这些评价和打分更加驱动自己学习，重视自己的学习及作业完成

情况，促进学习效果，此部分占 终成绩的 5%。 

教师评价：教师根据学生自评，学生互评以及量化和非量化学

习情况来对学生的表现做出 终评价，此部分占 终成绩的 10%。 

四、翻转课堂对泰语教学的重要作用 

1.泰语教学模式变革很好的一次实践 

翻转课堂改善了泰语翻译这门课课堂教学理论讲解、板书与多

媒体相结合的教学模式，通过课程教学改革，使课堂教学的内容与

形式更加具体化、多元化。 

2.学生课堂参与度快速提高 

翻转课堂提高了学生的课堂互动参与度。把课堂教学从课内延

伸到课外，有效利用了学生的碎片化时间，随时随地实现师生、生

生之间的互动。改变了传统课堂教学由于条件限制，学生的课堂参

与度有限，多数学生被动参与，课堂教学气氛显得沉闷的问题。 

3.课程评价满意度有效提升 

在课程结束后通过平台发布讨论及投票的形式来收集学生们对

翻转课堂应用在《中泰翻译》课程中的意见。2019 级 93.75%的学生

对翻转课堂这种新兴的教学模式效果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

甚至有学生直接留言，认为这门课程不再深不可测，调动了学习积

极性，课堂气氛活跃，而且学习时间具有弹性，一些不敢涉足的内

容在大家的共同交流下敢与尝试。 

五、结语 

将翻转课堂应用于泰语教学改革中，不仅有利于推动我校应用

泰语课堂的教学模式的变革，也能使泰语教学工作更具对接性和高

效性， 大限度地提升基础泰语课程的教学质量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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